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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特种海产品资源保护管理条例

（1993 年 12 月 23 日大连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六次会议通过

1994 年 1 月 24 日辽宁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六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特种海产品资源的保护管理，促进渔业向优

质、高产、高效方向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及有关法

律、法规，结合大连市具体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特种海产品是指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海

参、鲍鱼、扇贝、海胆、香螺、魁蚶等地方名贵海产品。

第三条 大连市特种海产品的资源保护及增养殖、采捕、收

购、销售均适用本条例。

第四条 市及县（ 含县级市、市辖区，下同）人民政府应当把

特种海产品的生产和资源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扩大增养

殖规模，鼓励增养殖的科学技术研究，推广科

第五条 市及县水产局是本级人民政府的渔业行政主管部

门，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具体负责特种海产品资源的保护

和监督检查等管理工作。

各级公安、工商行政管理等有关部门应按照职责分工，密切配

合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的规定，加强

对特种海产品的管理，严格查处破坏特种海产品资源的违法行为。

第六条 从事特种海产品增养殖的单位，可根据需要建立群

众性的护渔组织，在县以上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的指导下，依法维护

其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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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特种海产品资源的保护

第七条 从事特种海产品采捕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持有所在

地县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区域性专项许可证》，在限定

的海区、时限内，按照规定的品种、规格进行采捕，并按规定缴纳渔

业资源增殖保护费。

第八条 严禁在禁渔期内采捕特种海产品：

海参，黄海区内六月一日至八月三十一日，渤海区内六月二十

日至八月三十一日；

鲍鱼，七月十五日至八月三十一日；

扇贝，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海胆，八月十六日至翌年五月三十一日；

香螺，六月一日至八月三十一日；

魁蚶，六月十五日至八月三十一日。

第九条 采捕特种海产品，不得小于下列规格：

海参，鲜品全长十七厘米，一次加工品七厘米，骨参五厘米；

鲍鱼，壳长八厘长（增养殖七厘米）；

扇贝，壳长六厘米；

海胆，壳径五厘米；

香螺，壳高八厘米；

魁坩，壳长六厘米。

第十条 经营特种海产品中的海参、鲍鱼必须持有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核发的水产品营业执照和县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

的《专项收购证》。

第十一条 经营特种海产品的单位和个人，不得向无证采捕

者、无证收购者收购海参、鲍鱼；不得收购、销售小于可捕规格的特

种海产品；不得在禁渔期内收购、销售特种海产品鲜品。

确因科研、教学等特殊需要采捕特种海产品的，需经市渔业行

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按批准的海区、时限、品种和数量采捕。

第十二条 无《区域性专项许可证》或《 专项收购证》的单位

和个人，不得向外埠发运海参、鲍鱼。

机场、码头、车站等货运部门，应协助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做好

海参、鲍鱼的监督检查，并不得为无《区域性专项许可证》或《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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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证》的单位和个人承运海参、鲍鱼。

第十三条 《区域性专项许可证》、《 专项收购证》不得买卖、

出租和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

第三章 特种海产品的增养殖管理

第十四条 大连市沿海海域水产品增养殖功能区，由市政府

组织有关部门，依据大连市总体规划进行划定。

从事特种海产品增养殖海区的有偿使用，按国家有关规定执

行。

第十五条 特种海产品增养殖的海区使用权，实行划区分级

审批。大连市城市南部海域、县与县交界的海域经与有关部门和

地区协商后，由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涉及公用渔场的海域由

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报请上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其他海域

由所在地县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第十六条 特种海产品增养殖的海区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增养殖海区使用权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

由县以上人民政府裁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的，可在接到裁决通

知之日起三十天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使用权争议解决之前，任何一方不得破坏增养殖生产。

第十七条 从事特种海产品增养殖的单位和个人，需经县以

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批准，领取《 增养殖使用证》，在审批的

海区内按规定的品种进行增养殖。

第十八条 特种海产品的增养殖生产，应坚持管养采相结合，

不得只采捕不管养，不得以任何借口造成增养殖区的荒芜。

第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偷捕、抢夺增养殖区的特种

海产品；不得在增养殖海区内从事危害特种海产品增养殖的作业。

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擅自向增养殖海区排放和

倾倒垃圾、污物及其他有害物质。向增养殖区临近海域排放、倾倒

有害物质，必须严格执行国家颁布的排放标准等有关规定。

第二十一条 国家因建设需要收回已经确定给养殖单位和个

人使用的增养殖海区，建设单位应按有关规定给予适当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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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奖励与处罚

第二十二条 对认真贯彻执行本条例，在特种海产品资源保

护和管理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给予表彰

奖励。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渔业行政主

管部门给予处罚：

（一）违反本条例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规定的，没收其渔

具、渔获物和非法所得，责令赔偿资源损失，并按当时当地市场零

售价的三至七倍处以罚款；

（二）违反本条例第十条规定无《专项收购证》收购海参、鲍鱼

的，没收其收购物，并处一千元至一万元罚款；

（三）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没收其渔获物，并

责令其赔偿资源损失五千元至一万元；

（四）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没收其发运的海

参、鲍鱼，并按本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处以罚款；

（五）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没收其运输价款，

屡犯的处以运输价款五倍以内的罚款；

（六）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的，没收其违法所得，吊销《区

域性专项许可证》、《专项收购证》，并处三千元至五千元罚款；

（七）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三款规定的，责令其退

出增养殖区，没收其非法所得，赔偿资源损失，并处以实际经济损

失五倍以内的罚款；

（八）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未领取《增养殖使用证》擅自

圈占海区从事特种海产品增养殖的，责令其限期拆除增养殖设施，

没收非法所得，并按非法所得额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处以罚款；

（九）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造成增养殖区荒芜满一年

的，责令其限期开发利用，逾期未开发利用的，吊销《 增养殖使用

证》；

（十）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偷捕增养殖区特种海产品

的，没收其渔获物和作案工具，责令赔偿损失，并按当时当地市场

零售价十倍以内处以罚款；在增养殖区从事危害特种海产品增养

殖作业的，没收其渔获物，并赔偿资源损失费一千元至五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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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无营业执照收购、销售特种海产

品，或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在市场上销售小于采捕规

格特种海产品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有关规定处罚。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造成增养殖海区污

染的，由县以上渔政管理部门责令其赔偿资源损失，并按渔业水域

污染的有关规定处罚。

第二十六条 偷捕、抢夺特种海产品和阻碍渔政、工商行政管

理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

管理处罚条例》有关规定进行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实施行政处罚，应下达处罚决定书；实施罚没款

处罚，应使用财政部门印制的专用票据，罚没款全部上缴财政；没

收的物资按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八条 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及其检查人员，玩忽职守或

者徇私枉法的，由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

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

罚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上一级行政机关申

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书之日起三

十天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者不起诉，又不

履行处罚决定的，由做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在海上作业的，必须先执行有关处罚决定。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由苗种孵化到养成全部实行人工养殖的特种海产

品，不受本条例所规定的禁渔时限、采捕规格的限制。

第三十一条 大连市人民政府可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办法。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大连市人民政府

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自 1994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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